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要闻

华西都市报社2024年度
报纸分发运输服务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华西都市报社将《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及其

他委托的报刊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成都市
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到成都双流、天府机场、高铁站
（成都东站、南站）的分发、运输服务。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华西都市报社；
2.项目名称：《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机场、高

铁站配送分发运输服务采购
3.招标人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10楼
4.招标内容：采购将《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及

其他委托的报刊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成
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到成都双流、天府机场、
高铁站（成都东站、南站）的分发、运输服务。

5.项目预算：22.7万元
6.项目期限：8个月
三、投标人资质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独立法人资格的，或
为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
机构；

2. 具有良好商业信誉，2020年以来无重大违法
记录和严重商业违规记录，并对此做出书面承诺；

3. 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
4. 至少提供一个加盖投标人鲜章的2020年以

来金额为20万元及以上货物分发运输中标（中选）
通知书，或服务合同或业主证明材料等复印件。业
绩证明材料须体现服务金额，如服务合同未显示合
同金额，则还需提供显示金额的中标（选）通知书、项
目收款发票或其他能显示合同金额达到要求的证明
文件进行佐证。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线上获取或现场获取两种

方式之一，获取招标文件需准备的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3、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注：（1）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鲜章；（2）若为经独立

法人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机构的，则上
述第2项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负责人身份证明及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若采用线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以上材料均
提交原件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送至招标人指定邮
箱：136199210@qq.com，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
投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文件。

若采用现场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收取以上全
部纸质材料，并核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经招标
人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纸质版招标文件。

五、获取招标文件的地点和时间
获取招标文件的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
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4月22日-4月26日上午

9点-11点，下午2点-5点；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截止时间
递交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
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5月6日下午5点；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蒋老师，电话：028-86969016。
八、异议受理：
异议受理联系人：曾女士
异议受理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

四川传媒大厦10楼
异议受理电话：13708172370

华西都市报社
2024年4月22日

主 题 报 道

“他姓梁，我也姓梁。我们不是兄
弟，却胜似兄弟。”4月16日，与记者谈及
自己从外省回四川创业的经历，梁卫多
次提到一位同姓的“兄弟”。

今年38 岁的梁卫，是南充营山人，
多年从事鹦鹉养殖、训练与销售。他口
中的“兄弟”，名叫梁远芳，是达州市达
川区万家镇五洞村村支书。两人以鹦
鹉为媒，用一场“双向奔赴”，培育出一
个年产值超千万元的全新产业，立志要
建设四川最大鹦鹉萌宠交易中心。

这场“双向奔赴”的背后，流淌着浓
浓的乡情。“五洞村离我老家只有100多
公里，所以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乡在
创业。”梁卫说，在外打拼多年，五洞村
让他漂泊的心得以安放，他会用奋斗和
奉献去回馈这份乡情。

一个村庄的梦想

五洞村，是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
示范村”。在村支书梁远芳的脑海里，
装着不少关于这个村的“梦想”。

“最近几年，村里的种植业、养殖
业都发展起来了，但特色还不够明显，
龙头企业还不够多，一些资产、资源还
没盘活。”梁远芳说，除了补齐这些短
板，他们还想拥有自己的工业园区、农
业园区，让村里的老百姓真正实现共
同富裕。

10多年前，这个地处川渝边界线附
近的小村庄，曾是典型的“空壳村”，村
里的年轻人大多出门务工挣钱。

“村里没有人，如何发展？”梁远芳
意识到，村里要发展，必须要让年轻人
留下来。

“不但要引得回，还要留得住，要有
好规划、好项目。”最近几年，梁远芳坚
持召开在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回来
建设家乡。梁小建、梁尤双、王达川等
一大批在外务工人士回乡发展特色产
业，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村“两委”班子也吸收了
不少优秀返乡人员，推动全村建设大步
迈进，村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五洞村产业兴旺，环境优美，
道路通畅，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幸
福村和旅游村。

一个特殊的爱好

梁卫，原为深圳一家大型国企的员
工，工作内容是开大货车送石油。

“当年，我做到了车队维修班的班
长，月薪2万元，好多人都羡慕。”
梁卫说，虽然工资很高，但他始终
不满意，认为给别人打工，一辈子
也当不了老板，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人生。

年轻时，他到处学习养鸟知
识，经常找花鸟市场老板请教。后
来，他养了一只八哥，每天和这只
八哥形影不离，开货车也要放在驾
驶室。经过驯养，这只八哥不仅学
会了简单对话以及背诗、唱歌，还
会给他梳头。再后来，他辞去高薪
工作，和妻子一起开了一家花鸟
店，自己当上了老板。

“之前学到的养鸟、驯鸟技术，
在我们开店后派上了用场。”梁卫
告诉记者，在深圳开实体店期间，
他又不断学习、钻研，最终选择以
鹦鹉驯养和销售作为主要业务。

不过，由于入行时间不长，经
验积累不够，梁卫也踩过坑。

“广东没有鹦鹉雏鸟卖，我们
进货只能往福建跑。”梁卫说，
2016年，他一次性订购了500只
鹦鹉雏鸟，成交总价30万元。“那
时不懂鹦鹉繁殖，辨别不了鹦鹉雏
鸟的健康度，拉回来不到一个月，
这批鹦鹉就死得差不多了，让我欲
哭无泪。”此后，梁卫专门找台湾人
拜师学艺，在掌握了过硬的技术
后，他抓住商机，不断扩大业务规
模，逐步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闯荡
市场的资本。

新冠疫情发生后，梁卫转移阵地，
与人合伙到东北建起鹦鹉养殖基地。
但当地的气候不适合鹦鹉繁殖，梁卫的
事业发展陷入僵局。

一次美丽的邂逅

2022年初夏，梁卫在乡友的邀请
下，回到四川散心。达州市达川区万家
镇五洞村的月亮湾生态观光园，是他们
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在这里，梁卫与梁
远芳有了一次美丽的邂逅。

“鹦鹉养殖很有特色，也很有前景，
就到我们村来发展吧，我给你提供场
地，帮你争取政策支持。”通过简短的攀
谈，梁远芳主动向梁卫伸出橄榄枝。梁
卫经过一番考察，重新燃起了干事创业
的激情，当天便作出决定——就在这儿
重建一个鹦鹉养殖基地。

不到一个月时间，梁卫便从东北运
来3000多只不同品种的鹦鹉，并注册
成立四川慧达康科技有限公司。“2022
年8月，鹦鹉养殖基地开建，当年10月
开始建厂。”梁远芳介绍，鹦鹉养殖产业
的引进，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资产，废弃
多年的村小和养猪场重新焕发生机，村
里每年还可获得3万元的集体经济收
入。此外，在五洞村建立鹦鹉养殖基
地，游客到果园采摘不仅可以观鸟，还
可体验鹦鹉学舌的妙趣横生，“观鸟经
济”迅速成为当地的乡村旅游新业态。

一个共同的目标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发展，我们基
地已发展到1.2万平方米规模，目前已
建立了三大功能区。”梁卫介绍，截至目
前，他们已在五洞村累计投入近2000
万元，成功培育出虎皮、牡丹、小太阳、
大绯胸、金刚等15个品种的鹦鹉，年孵
化15万余只。

“直播销售，是我们重要的渠道之
一，人气旺的时候，一天收入可以达到4
万元以上。”据梁卫估算，今年基地的年
产值可达1000万元以上。2025年，基
地扩大规模并增加萌宠品种后，年产值
将超过3000万元。

鹦鹉特色养殖产业发展起来了，五
洞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我来上班两个月了，现在每月收
入有6000元左右，如果销售数据起来
了，加上提成，超过8000元问题不大。”
在鹦鹉养殖基地里“育雏”的曹淋笑着
说，这里工作轻松，而且待遇比进工厂
打工还高，她再也不想去省外了。

刚大学毕业半年多的易姚，学的是
工商管理专业，如今也被梁卫招进了基
地，负责公司财务管理。这个“00后”小
伙子能力强，原本在达州工作，被梁卫
高薪挖了回来。

在养殖基地里，记者见到不少操着
外地口音的员工，其中大多数是年轻
人。“有重庆的、贵州的、湖南的，也有山
西的、山东的、陕西的……他们都是来
学习鹦鹉养殖技术的，学好了技术，再
从我们这里引种回去。”梁卫说，他们的
到来，给五洞村的乡村旅游增加了客
源，也让基地里的鹦鹉飞出了四川，飞
向了全国。

“村里刚开了会，决定依托鹦鹉特
色养殖产业，在五洞村建设四川最大鹦
鹉萌宠交易中心，带动全村群众共同富
裕。”梁远芳说，这个全新的产业，目前
已走上发展正轨，着眼未来，他们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摄影报道

创业者与村支书“双向奔赴”

鹦鹉养殖培育出一个年产值超千万元产业

▲基地内的驯鸟
师 教 鹦 鹉 表 演
“投篮”。

◀梁卫夫妇通过直
播销售鹦鹉。

受访者供图


